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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绪论
一、研究中国稻作文化的意义
二、稻作文化的定义
1.稻作文化的基本内涵
2.稻作文化的定义
三、稻作文化的学科定位
1.稻作文化与稻作史
2.稻作文化与文化人类学
3.稻作文化与社会学、历史学
四、稻作文化的研究方法
1.参与观察法
2.全面考察法
3.比较法
第一章中国栽培稻与古代文明
一、中国稻的渊源及对文明古国传承的作用
1.中国栽培稻的起源
2.栽培稻起源地之议
3.中国栽培稻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一、中国稻的生态环境与分布区域
1.中国稻作的生态环境
2.旱稻的分布与渊源
3.水稻的种类与分布
三、稻作技术的改革与发展
1.稻作民族生产资料的发现
2.原始农业生产史上的阶段性文化符号
3.稻作民族生产资料的改革与发展
第二章中国稻作文化区域与稻作民族
一、稻作区域
1.原始稻作区域
2.稻作区域的拓展
3.当代稻作区域
二、稻作文化区域
1.稻作文化区域定义
2.稻作文化区域的文化特征
3.稻作文化区域的划定
三、稻作民族
1.百越系民族
2.苗瑶系民族
3.百濮系民族
4.氐羌系民族
5.其他民族（汉族、朝鲜族、满族、回族、京族、台湾稻作民族等）
第三章中国稻作民族的地理民俗
一、稻作民族的地理民俗释义
1.什么是民俗地理和地理民俗
2.稻作民族与地理民俗的关系
3.稻作民族民俗地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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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稻作民族的民间信仰
1.图腾崇拜
2.万物有灵崇拜
3.祖先崇拜
4.土地崇拜
三、稻作民族的巫傩文化
1.傩祭与傩技
2.傩舞
3.傩戏与地戏
四、稻作民族的禁忌
1.信仰禁忌
2.生产禁忌
3.人生礼仪与婚丧嫁娶禁忌
4.饮食禁忌
5.节日禁忌
6.社交外出（匠行）禁忌
7.家庭禁忌
五、稻作民族的生产习俗
1.立春习俗
2.耕作习俗
3.备耕播插习俗
4.中耕植保习俗
5.收藏习俗
六、稻作民族的生辰礼俗
1.“打三朝”及“月米酒”
2.成年（人）礼
3.寿礼俗
七、稻作民族的婚丧习俗
1.婚俗礼仪
2.女还舅家与不落夫家习俗
3.哭嫁习俗
4.丧俗
八、稻作民族的饮食习俗
1.糯俗
2.粑俗
3.酸文化与辣文化
4.酒文化
5.打油茶
6.鱼文化
第四章中国稻作民族的主要节庆
一、岁时节日
1.过年
2.过年仔（元宵）
3.端午节
4.中秋节
5.重阳节
6.芦笙节
二、农事节日
1.闽西巡禾关公菩萨巡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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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月二春龙节
3.牛王节
4.分龙节
5.关门节
6.尝新节
7.端节和卯节
三、祭祀节日
1.天地神灵祭祀节日
2.祭祖节
四、鬼节
1.清明节
2.七月半（鬼节）
3.闽南普度节
五、社交娱乐节日
1.侗族围耶
2.甜粑节
3.花炮节
4.斗牛节
5.苗族跳花节
6.苗族四月八姑娘节
7.壮族三月三歌墟
8.傣族泼水节
⋯⋯
第五章中国稻作民族文化艺术
第六章稻作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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